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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州城还弥漫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杨高智已经投入到了书卷整理工作之中。他的办公室里，
除了身后小书架上挂着的印有“福”字的日历看起来新一
点之外，到处都显得陈旧和凌乱：地上、椅子上和沙发上摆
满了印刷好的书籍、没有印刷的书稿以及用来参考的书籍
和资料，门边放着一张简单的单人床。电脑的主机上立着
一个醒目的牌子：“闲谈莫过十分钟。”显然，这是一个时常
废寝忘食的文化人挥舞笔杆子的主战场。

杨高智整理的书卷，是他所著系列丛书《商州存照》的
未完成部分。《商州存照》系列丛书目前已经结集成册 15
卷，还有半成品 7卷、待稿 3卷，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他计
划在两三年内将其全部完成。

名噪一时的名噪一时的““高考志愿填报达人高考志愿填报达人””

杨高智，笔名天上元，今年 63 岁。1988 年—1999 年
在商洛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文教科工作期间，杨高智深刻
地体会到高考是关乎每一个考生及其家庭的大事，而填报
高考志愿则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常言道：“七分考，三分
报。”孩子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实
际分数，精准、高效地填报理想院校，则需要老师和家长的
协助。孩子们高考前没有时间顾及这些，考完了时间也不
充裕，老师和家长应早做准备，信息收集越早，分析越透
彻，就越能使孩子在竞争中占得先机。因工作关系，杨高
智熟悉很多学校的招生情况，高考后，经常有学生或家长
找来，向他咨询填报志愿方面的信息。

从 1999 年开始，杨高智便收集、整理高考相关资料，
以便更专业地解答前来询问的学生及家长提出的问题。
杨高智自己有一儿一女，2000 年，他首次以家长身份涉
足高考估分与填报志愿领域，由此开始致力于高考志愿
填报的操作性研究，独创高考志愿析数填报法，即人数
差、分数差填报法，先后为同学、朋友、同事等子女填报志
愿，屡获成功。

杨高智的女儿读文科，儿子读理科，儿子正好比女儿
低 3 级。长达 6 年的高中学生家长生活经历，以及从 2006
年到 2010 年 5 年间刻意涉猎高考志愿填报，杨高智先后
购买了 30 多种有关高考志愿的参考书籍，几乎阅读了市
面上发行的所有高考填报志愿书刊。2005 年，杨高智将

多年志愿填报经验汇集成册，经过 3 年实践和论证，于
2007 年完善、出版了《析数报志愿》一书，2008 年、2009
年、2010年连续 3年再版。《析数报志愿》全书共分 3部 9章
计 60 多万字，不仅涵盖了高考志愿填报需要的所有操作
程序和操作方法，而且为考生填报高考志愿附录了 30 多
个参考资料，让考生“按图索骥”是本书简便易操作的最大
特点。

《析数报志愿》一经问世，就受到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华商报》、《三
秦都市报》、《西安晚报》、《商洛日报》及相关网站竞相报
道，或刊发文章或特约采访。《中国教育报》《求学》《教育导
报》等国内知名报刊纷纷向杨高智约稿。2008 年、2009
年，《华商报》连续两年特聘杨高智为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2009 年，杨高智应邀做客陕西电视台“高考直通车”、西部
网“高考一点通”等栏目，并应邀赴全省各地作巡回报告。

对于填报高考志愿，杨高智主张脚踏实地、多方考虑，
比如要结合考生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回家乡工作的意
愿等通盘考量，尽量以毕业就业为目标，让考生能以实际
考分进入尽可能好的学校、好的专业。在他的辅导下，女
儿、儿子当年几乎都以所报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上了满意
的大学；向他咨询的考生，至今已达上万人次，对他的辅导
好评如潮。

钻研养生保健钻研养生保健，，编写编写《《日常养生集日常养生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养生，则是保持身心健康的良
好方式。

在《析数报志愿》完成之后，杨高智总觉得闲不下
来，他唯一喜好小酌两盅的积习随着年龄和保健意识的
增长渐渐淡出日常生活。于是，在继续研究高考志愿填
报的同时，他开辟了几个自我充实的领域，养生保健就
是其中之一。曾经习练过的健身动作，以及自己摸索出
的“活身”之法，代替了工作之外的清闲和无聊，成为生
活的一部分。

无意间，同事发现了杨高智整理的养生资料，并想从
中学习一二。“对啊，人也不能光为自己活着。职工选我当
工会主席，总得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么一想，杨高智就结
合个人平日习练及参悟，扩大养生保健领域，找朋友、找书

籍，查找、收集相关资料。真正帮了他大忙的还是互联网，
让他将星星点点的健康知识连成了一片，经 2012年 7月初
步归拢，收集到的资料达 60多万字。天热，加上每天 10多
个小时的连续伏案，他的头脑开始乱起来，正好赶上商洛
师专毕业 30周年，于是，他移情他处，精心策划了中文 305
班同学毕业 30 年聚会，让自己好好放松了一把。再次拾
起养生资料时，他心里有了一点头绪，经过多次研读、体会
及 10 多遍删繁就简、去粗取精、丰富完善，终于在 2012 年
12月形成了一本厚厚的《日常养生集》。

在资料补充、整理、编写的半年时间里，杨高智几乎断
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交往，搁置了一切无关的事务，冷落了
不少朋友。他一天三晌泡在办公室，没有节假日，没有周
末，可谓焚膏继晷。

“填报高考志愿和养生等相关书籍的编写，为我之后
编写杨家志谱和《商州存照》打下了基础。长时间的伏案
写作，锻炼了我静心、专注的能力；丰富的养生知识，让我
在长时间的身体消耗之后，还能保持身心健康，拥有饱满
的战斗力。”回忆起当年这些相对冗杂的坚持，杨高智这
样说道。

历时历时3030年编写杨村村史与杨氏家谱年编写杨村村史与杨氏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据研究表明，中华古姓来源
于图腾崇拜，系氏族徽号或标志。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
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籍。它
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
平民特色的一部分，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
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

家谱是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
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
功能。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历史上传世的
家谱几乎丧失殆尽，许多家族的世系因此断了线、失了
传。当今可见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

“家族是由姓氏、血缘等亲缘关系连接而成的人的集
合。我希望在我手里，能够把商州的杨氏家谱整理出来。”
杨高智认为，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在过去它是
一个家族的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
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
意义。因此，他又编写了《陕西商州杨氏·名人历代家训借
鉴》一书，该书分为杨氏家训家规、历代家训名句集锦等 9
章，总共收入上百篇文稿。

杨高智出生在商州区沙河子镇杨村。杨村有历史，没
记载。先秦时期，杨村就设立烽火台，村民传承着上千年
的舞龙灯技艺，垭豁崖有开凿数百年的崖洞……

杨村唯一保留的资料，是杨高智的伯父杨稳食收藏的
神轴和他在炮兵排长生涯中断断续续私自摘抄的“四知堂
杨氏家谱”。“1983 年秋季的一个礼拜天，我从教书的沙河
子中学回到老家，吃过早饭，他让我帮忙。我们从他的小
房子中抬出一只陈旧的桐木箱子，他又从炕洞中找出一个
揉得皱皱巴巴的塑料纸包，找到一个钥匙。”杨高智回忆
道，“他慢慢打开箱子，里面全是颜色不一、大小不同、纸张
各异的纸卷卷，每张纸上都密密麻麻写着字。字是伯父自
己抄的，虽然纸质不好，但写得很认真。”

在伯父的指导下，杨高智用近两周时间整理出了自己
的书稿，这就是伯父说的宝贝——“家谱”。

不知不觉中，杨高智收集到了一些有关杨村的资料，
特别是老一代人的史料。其他关于杨村的大概念、大历
史，除了个人的经历之外，大多来自家族的长者、本家族的
教师、了解杨氏家族的人的口传。有些老人杨高智第一次
走访时已经八九十岁，如今已经不在了。“将他们了解的事
情记录下来，我觉得是弥补了本家族一些空白。”他说。

为了探索杨村杨氏先祖播迁、发展历史，记录近百年
来杨村先祖建设商州、发展商州的功绩，续写杨氏家谱，杨
高智先后用了 30 多年时间收集资料，在大量走访、资料查
阅、事实考证、线索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出商州杨村杨氏股

系基本脉络，编写出了《商州杨村志谱》。这本厚厚的志
谱，字里行间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汗水。在此基础上，他又
进行大量事实考证、线索排查、传说分析，确定出商州杨氏
各堂房脉络，编写了《陕西商州杨氏》。这是商州所有杨氏
的宗谱，是对历代居住在商州的杨氏族人的生活、人数、堂
房、股系、繁衍、迁播的普查，也是对商州杨氏从民国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近百年来发展经济、建设家园的功
绩的历史记录。

辛勤耕耘民俗文化的辛勤耕耘民俗文化的““老黄牛老黄牛””

商洛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杨高智在收集《商州
杨村志谱》《陕西商州杨氏》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很
多有关商洛民俗文化的资料。

商洛出了贾平凹、方英文、京夫、孙见喜等著名作家，
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地提到过商洛最基础的生
活习惯、文化习俗，但这些零散的内容不足以展现商洛深
厚的文化底蕴；报刊上也时常见到一些关于商洛民俗文化
的文章，均不成序列，更谈不上体系。于是，杨高智寻思着
把大家的智慧和成果以及个人收集的相关资料统一起来，
整理成册。

“我在商洛生，在商洛长，上到了商洛的最高学府，又
在商洛工作、生活，对商洛的感情非语言可表，只能用行动
为商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我 20 多年坚持写商
洛的原因。商洛如今被称为‘文化绿洲’，我希望自己能够
整理出一系列实实在在的资料，为商洛成为真正的文旅城
市发挥文化支撑的作用。”他说。

杨高智采用问、收、借、买等各种方式，确保自己相关
资料来源的多样性和准确性：问，即走访，他多年如一日，
坚持走访相关知情人士及学者、专家；收，即收集资料，他
时刻要求自己与人交谈时多听一点儿，随时将所听到的有
用资料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借，即借鉴别人所出的
已有成果，援引时注明出处；买，就是购买，只要在摊头、书
店见到有关的书籍，他都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

多年编写书籍的经验，磨炼了杨高智沉浸其中、两耳
不闻窗外事的定力；养生的经验，给了杨高智足以应对每
天数小时伏案写作的身体条件和清晰的脑力。他笔耕不
辍，20多年没有看过电视剧，不休节假日，放弃了爬山等爱
好，无暇参与各种聚会，以致与众多亲朋好友关系疏远，至
今仍在坚持《商州存照》的整理、编写工作。

《商州存照》涵盖了商州生产、生活、社会实践的方方
面面，又按照不同的内容，分为“商州歇后语”“商州民俗
喜忌”等部分。按照目前已经成型的册子来看，可以说是
一部民俗文化巨著，每一部分收集的资料相当多，仅谚语
收集了 2760 条、乡土话 6 万多条、歇后语 13450 条、民俗
喜忌 1072 条，量大面宽，应有尽有。而且，每一种习俗、
方言和谚语的意思都有详细的解释，生僻字的读音都用
汉语拼音标注。

曾与杨高智共事的文友王建领称赞道：“一个传统文
化的淘宝者，以一己之力折腾出这么一部大块头专著，除
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执着，也得益于商洛浓厚的文化
研习氛围，还有他几十年如一日田野识趣、问道民间的那
份文化情结，更有他对家乡深深眷恋的那份情怀……《商
州存照》以平民视角、百姓认知为经纬，将商州最日常的生
活习俗、最抽象的价值尊崇，幻化为一种精神寄托，用最具
体的百姓言行、最鲜活的乡村画面，勾勒出了一幅商州版
的清明上河图、民间版的商洛人文史。”

在民俗文化沃土里辛勤耕耘在民俗文化沃土里辛勤耕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胡胡 蝶蝶

本报讯 （通讯员 余偏林）今年以来，柞水县坚持把招
商引资作为“头号工程”“一把手工程”来抓，目前已完成签约
项目 14 个，总投资 40.03 亿元。一季度集中开工 18 个重点
项目，总投资 20.75亿元。

近年来，柞水县坚持把绿色食品、新型材料、医药健康、
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五大产业链”作为招商引资带动项目建
设的主战场，扎实开展“高质量项目建设推进年”活动，出台
激励乡党回乡投资 10条措施，常态化开展营商环境早餐会，
持续创优营商环境。2022 年，建成标准化厂房 7.7 万平方

米，引入国电投、中能建、渭河生态集团等央企、国企来柞投
资，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67个，总投资 411.9亿元，争取上级专
项资金 10.7亿元，使柞水成为招商引资的热土。

2023 年，该县坚持从严落实项目“六包”责任机制，采取
县级领导包联纾困、科级干部包抓解难、工作专班推进落实，
全力破解“卡脖子”难题，计划全年至少招引 1 个链主(头部)
企业、1 个高品质酒店、2 户总部经济企业，引进 5 个 10 亿元
以上项目、2 个 20 亿元以上项目，力争百亿级产业项目“破
零”，推动企业回迁、项目回归、资金回流、人才回乡。

柞水县聚力招商引资 助推高质量发展大提速

刚过完春节刚过完春节，，杨高智就投入写作之中杨高智就投入写作之中。。


